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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文学比较史》（简称《比较史》）这样纵贯20世纪100年，专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巨著
，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朱栋霖教授和他的团队勤奋耕耘近20载，全书分两部，第一部现代部分（1898—1949），出版于1993
年，第二部当代部分（1949—2000）出版于2009年，共计234万字。
《比较史》第二部与第一部写作时间相隔十余年，前者比后者显然有很大提高。
第一部以断代为纲，沿用一般现代文学史的架构，虽然着重在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比较，但仍然难以超
越现代文学史现成的框架；第二部有了根本的改变，主要以有重大影响的国外思潮为纲，先介绍其来
龙去脉，再谈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最后揭示其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回响，包括接受、误读、改造和
变形等。
例如讨论西方现代主义，先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知识层面、政治层面、观念层面、文化层面等各方
面在中国的传播，然后，进一步讨论其哲学理念，如荒诞意识、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等的东方阐释，
进而研究其在中国文学观念中引起的嬗变，最后在大量创作实例的脉络中分析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小
说带来的变化，如变形与写意，象征和寓言，梦幻和虚构等。
全书布局又不是全为思潮铺排所局限，而是挥洒自如：有时按时代排序，如五六十年代以苏俄文艺理
论为主，80年代以现代主义为主，9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为主；有时又以有广泛影响的外国作家引领全
编，如福克纳、萨特、卡夫卡、昆德拉等都独立成编，详细分析了他们对中国作品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文类，也都有所兼顾。
这样灵活的结构使重点突出，减少形式铺排，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最重要的是该书从跨文化研究的高度来审视不同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
所谓“互识”就是“把差异转变成对比”，如约翰·科布所说：“当这些元素以对比的方式相互关联
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使双方比各自单独的贡献来得更加有效。
”人们也就“学会带着多样性在相互欣赏中生活”。
如上所述，《比较史》相当深入地展开了西方思潮与中国文学在激荡中的对比，大大促进了这种“互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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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栋霖，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9年6月生于苏州市。
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
1981——1991年苏州大学中文系教师，其中1990年晋升教授。
1991——1994年8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4年8月——现在，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政协委员。
1991年年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199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第
二层次培养对象，1998年评为“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兼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话
剧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
曾任香港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戏剧理论研究和教学，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论曹禺的戏剧创作》(1986)、《戏剧美学》(1991)、《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1988)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主要执笔之一)、《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文学新
思维》(1996，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1999)首席主
编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总主编。
其学术论著先后十六次获国家级、部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其中朱栋霖主持的国家项目《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先后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成果三等奖(1999)、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4)、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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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卷》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二编 俄苏文学与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 第
三编 西方现代主义与80年代中国小说 第四编 精神分析学与80年代中国小说 第五编 劳伦斯《查泰莱夫
人的情人》与80年代以后小说 第六编 意识流艺术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 第七编 福克纳与80年代中国
小说 第八编 萨特存在主义与新时期文学 第九编 卡夫卡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 第十编 昆德拉与八九十
年代中国小说 第十一编 后现代主义与90年代中国小说 第十二编 魔幻现实主义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 
第十三编 黑色幽默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 下卷 第十四编 日本文学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 第十五编女
性主义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 第十六编叙述学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叙述 第十七编西方现代主义与80
年代中国新诗潮 第十八编荒诞派与80年代中国戏剧 第十九编表现主义与80年代中国戏剧 第二十编布
莱希特与80年代中国戏剧 第二十一编梅耶荷德与90年代中国戏剧 第二十二编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
文学 第二十三编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 ⋯⋯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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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 文革前十七年，“现实主义”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前，我国学者还常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等名称。
直到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出台，“现实主义”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两结合
”虽然强调浪漫主义的成分，但是其毕竟还是标榜“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
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
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和各种争论一直不断，其实都是围绕着对现实主义如何进行阐释而产生的分歧。
除毛泽东以外，周扬、茅盾、冯雪峰、邵荃麟、何其芳等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作出了他们的
阐释。
他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和一些理论失误也一并留在他们的理论阐释之中。
 第一节 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
的文艺工作者代表会师北平，于7月2日至19日举行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 第一次文代会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
不过，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和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使用了“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
的称谓，这是我国较早区分浪漫主义与现实（写实）主义的言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
开始在真正意义上关注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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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文学比较史(1949-2000)(套装共2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
外国文学关系的文学史著作。
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诠释中国当代文学。
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探涉与描述中国当代文学新面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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